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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鸦片战争至20世纪40年代百年间，中国内忧

外患、积贫积弱，背上了“东亚病夫”称号。一些忧国

忧民的仁人志士抱着卫生救国的初衷，希望通过普及

卫生教育来拯救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1935年2月
《卫生教育周刊》（以下简称《周刊》）正式创刊，这是中

国第一本以“卫生教育”命名的周刊。《周刊》由江苏省

立医政学院（今南京医科大学）卫生教育科主办，八开

一版，每周四刊登在《新江苏报》上。刊名由时任江苏

省政府主席兼省立医政学院院长陈果夫题写（图1）。
1937年 6月因时政、抗战等原因停办，前后共出版

114期。综合来看，《周刊》不只鼓励救一人于生死之

间，更要救民族于危亡之际，呼吁掀起全国卫生教育

的思潮，在当时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

图1 卫生教育周刊报头

一、《周刊》兴办背景与目的

《周刊》创刊于国家危亡之际，当时社会矛盾丛

生、战争频仍、卫生状态低下。许多有识之士认为，

“思其图存，非实行卫生不可；实行卫生，又非先从

卫生教育着手不为功。”［1］主张医学救国，推行卫生

教育（也称健康教育），以促进个人健康、强种强国、

民族复兴。

（一）应现实疾苦所需

在时局极端动乱的情况下，再加上灾荒、流行

病所造成的贫穷困苦，国内到处是流民和生病的群

众。据文献记载，当时国民平均寿命在 30岁左右，

许多人幼年夭亡，农村的死亡率更是在全世界位居

前列。近代教育家黄子方指出：每一年中，枉死之

人其数在六百万人左右。其中，婴孩约占 20%，死

于肠胃传染者占 25%~40%，死于天花者占 15%，死

于痨病者占15%［2］。与之相对的则是医护人员严重

不足。据中华医学会当时的统计，全国大医院总计

不过426所，小医院也不多，全国登记的医师、药师、

助产士、药剂生总计不过 10 115人，全国正式的护

士只有4 000多人，医务人员满足不了医疗需要，医

疗设施也普及不到一般群众［3］。《周刊》倡导卫生教

育，推行健康革命时，苏北一带正在流行黑热病，江

宁地区则暴发疟疾，死亡惨重；且当时整个江苏，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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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农村的医疗卫生条件极差，甚至连苏南的一些

大城市也没有所谓的“公共卫生”。因此，《周刊》指

出，“讲到我国衰落的原由，因然很多，但是我们民

心的涣散，体格的孱弱，未始非其主要原因，外人给

我们的‘一盘散沙’和‘东亚病夫’的徽号，实在是确

切不过的。”［4］而关注卫生事业，改善生活环境，救治

患病百姓，不仅是现实所需，更是现实所迫。

（二）补卫生行政不足

《周刊》认为：“在这百孔千疮患着贫血症的中

国，怎样才能将‘卫生教育’领到十字街头，和民众

握手，这却是有讨论的必要。”［5］当时首先想到的策

略是通过行政力量去完成。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实行的是省、县（市）两级行政管理体制，卫生行政

人才匮乏，省县之间相隔很远，在社区、农村等基层

落实落细更加乏力。虽然陈果夫主政江苏，创建江

苏省立医政学院，更在 1936年颁布《江苏省卫生教

育人员工作大纲》《江苏省各县卫生教育指导员服

务规程》，要求各县教育局、县政府第三科添设卫生

教育指导员，专门指导卫生教育事项，这些作为还

曾被赞扬为“不能不算是在江苏教育界上开一新纪

元，同时在全国教育界上，也是一种创举”［6］，但实际

效果并不理想，只是较其他省份稍有进步而已。作

为中国卫生教育社理事长的陈果夫也曾一语道破：

“如果只顾讲求卫生行政，不知努力卫生教育，则卫

生事业之推行，必将遭遇极大的阻力。譬如随地吐

痰，在有卫生常识的人看来，无异投下一枚炸弹，何

等严重？而在没有卫生学常识头脑的人看来，认为

是一件极寻常的事。政府若要去干涉取缔他，必被

视为涉及苛细，不知大体，而反生反感。纵令一时

勉强服从，终难免阳奉阴违。”［7］可见，卫生教育可以

为卫生行政的推行解决认识之困、后顾之忧。

（三）助民众开悟成俗

《周刊》指出，民众卫生教育是整个民众教育中

的重要部分。教育最大的使命是如何使民众继续

合理的生存［8］。可现实的经济状况、卫生设施、封建

迷信、习惯风俗等都在严重阻碍大众健康意识的提

升。当时官方文件称，“我们中国几千年来一向是

不讲究卫生的，肮脏龌龊已成了社会上普遍的现象

和民众公有的恶习”，虽可能有失偏颇，却也大致概

括了当时情景。费孝通先生也有相似的感受：“扫

清自己门前雪的还算是了不起的有公德的人，普通

人家把垃圾往门口的街道上一倒，就完事了。苏州

人家后门常通一条河，听来是最美丽也没有了，文

人笔墨里是中国的威尼斯，可是我想天下没有比苏

州城里的水道更脏的了。什么东西都可以向这种

出路本来不太畅通的小河沟里一倒，有不少人家根

本就不必有厕所。明知人家在这河里洗衣洗菜，却

毫不觉得有什么需要自制的地方。”［9］《周刊》也专门

谈到饮用水治理，“在国难当头，农村经济崩溃的中

国，要于一般的城市中有自来水的设置，当然难以

办到。所以一般城市中的饮用水，自然都只得仰给

于河水了。”［10］通过卫生教育，可以引导民众爱护环

境、植树造林、保护水源，改掉随地吐痰等恶习，抛

弃生病拜瘟神信土方的旧俗，提高公众健康认识。

（四）推社会转型探索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除西方枪炮之下的逼迫之

外，更多的是对自己体制、文化、习俗的反思与纠

正，是在东西方文明对比后的知耻后勇、融合改进，

更是自己掌控命运和道路的内在探索。从这个意

义上讲，卫生教育的开展和普及一定会提高民智、

民识，更能间接推进社会进步和转型。民国政府时

期，受过系统西医教育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在广州

大元帅府期间，将中西医一并纳入政府管理之下，

实现医政管理创新的初次尝试，1928年又成立卫生

部（署）。20世纪30年代，公私立医院和慈善机构开

始大量建设，种痘等预防机制成为常态，乡村建设

运动也随之轰轰烈烈开展，现代国家的卫生体制显

露雏形。因此，《周刊》不无远见地指出：“由于列强

的人口压迫、政治压迫和经济压迫，所以在复兴民

族的热浪中，有的主张心理治疗，有的主张政治的

臻善，有的主张改良生计……他们都是认为他们的

主张一实现，药到病除，民族就可立即复兴起来。

我不愿拿权威者的口吻说：唯有卫生教育，才可以

复兴民族……倘使我们忽视而舍弃它（卫生教育，

编者按），这工程（民族复兴）也不能说宣告完竣

吧。”［11］

二、《周刊》的基本内容和形式

《周刊》的所有栏目与内容正是紧密围绕以上

四个主要目标而展开的，现介绍主要栏目和内容

如下。

（一）开展卫生研究

《周刊》虽多次改版，栏目也有更换，但第一版

块必定是关于卫生教育的研究论述（图 2）。如《卫

生教育指导之研究》《卫生教育的心理建设》《乡村

民众卫生教育的新动向》《非常时期的卫生教育》

《积极的卫生教育》《卫生教育展览之意义与其重要

性》《工厂安全卫生与工人卫生教育》等，所涉广泛、

目标集中，切口小，工作指导性较强。当然，也有阐

述卫生教育理念的散文式文章，如24期第一篇短文

《达到健康之路》指出，“我人既为国家之一员，安不

望献身社会，为国家效力，以强我中华，荣我祖国

耶！”然后围绕使用新医药、实践卫生、注重体育展

开论述。25期《卫生与迷信》开篇强调：“国家的强

弱，以卫生事业的盛衰为转移”，探讨民众在遭遇疾

病之后如何从敲猪头、迎菩萨转为利用现代卫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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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同期的第二篇文章《卫生教育与民族复兴》更

是一针见血挑明“没有健全的民族，谈不到复兴起

来”，渲染铺陈、说理透彻，鼓动性很强。

图2 第一版第一篇以卫生教育研究开篇

（二）普及卫生新知

《周刊》借助报纸大众媒体积极宣传健康新知，

开展健康调查，设置健康专栏，起到了宣传教育、移

风易俗的作用。定期设置“通俗卫生讲座”栏目，对

“法定传染病九种”，以及疟疾、阿米巴赤痢、急性真

性肺炎等设立专题，讲明疾病发生机制、病理特征

以及预防措施等。注重调研和经验总结，刊载了

《目前乡村小学卫生的一般状况及今后改进之途

径》《儿童卫生习惯养成及考查的办法》《实施卫生

教育的几个问题》等文章。《儿童健康与母亲的关

系》，讲如何提高母亲卫生素养，降低婴儿死亡率；

《从礼的圈子兜到望病与送丧》，说明礼的本质在

“生”，主张通过改变风俗、预防疾病提高“生”的可

能；《理发店卫生须知》《如何指导浴室卫生》《住宅

与健康》《夏令营运动的重要性和夏令卫生的注意

点》则集中一个小题目来做大文章，告知“卫生”从

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启迪民智。

（三）对接卫生行政

卫生教育重点在教育，关键在落实。《周刊》积

极联系卫生行政，刊登省市地方卫生行政计划总

结，交流经验，促进地方卫生事业发展。既有长篇

和宏论，如《今后中国卫生教育之展望》，开篇指出

“过去我国对于关系人民生命，民族生存之卫生事

业，除上古岐黄发明医学，神农发明药物学，历代

相沿相承，医疗疾病而外，甚么卫生行政、卫生教

育均属虚无，社会卫生状况，以言环境，则肮脏不

堪；以言生活，则漫无规则”，讲明卫生行政的起点

和必要性。也有专题或微言，如《上海县二十五年

度卫生教育实施计划》《无锡县卫生教育委员会工

作报告》《泗阳县卫生教育指导员视导计划大纲》

《俞塘实验区各乡村整齐清洁比赛办法》《青浦卫

生教育的计划与推进》《川沙县卫生教育委员会办

理“江苏省各县卫生教育第一步工作”方案》《盐城

县夏令营卫生运动委员会为举行夏令营卫生运动

周告民众书》，等等，或借他山之石，或述一孔之

见，可以起到宣传先进、鞭策后进，整体推动卫生

行政工作的作用。

（四）参与重要事件

举凡国家、省市及高校重大事件均有涉及，选

择角度从“卫生教育”方面进行阐述。20世纪 30年
代，国民政府倡导以纪律、品德、秩序、整洁等为主

要内容，以礼义廉耻为主题的新生活运动。《周刊》

因势利导，有《新生活与择婚》《新生活与卫生》等论

述，主张“新生活之于卫生，不啻天平之不可不用之

砝码，蒸汽机不可不有之活塞也”。1935年，省立医

政学院牵头组建了由当时教育界、医学界和政界人

士组成的学术团体——中国卫生教育社，《周刊》积

极助力，不仅连载《教育社章程》，还将教育社有关

计划和具体活动及时呈现，加大宣传力度（图 3）。

省立医政学院院庆，《周刊》也用专版形式进行了纪

念。《周刊》创刊之际，战争多发，仅 20世纪 30年代

初，就有国民政府内部的中原大战，国共间的围剿

与反围剿，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等

等，《周刊》以“专载”形式刊出“战时救护技术”“战

地救护技术”，介绍人工呼吸、伤口包扎、内脏充血、

酒精中毒、灾害损伤等相关知识。同时，关注国际

卫生教育形势和动向，介绍《美国的绝育问题》《维

也纳之儿童保护》等内容，可谓扎根现实、放眼世

界，努力解决好实际问题。

图3 专载卫生教育社章程

《周刊》不仅内容丰富，更做到了形式多样，刊

物几经改版，从横向到纵向，又回到横向，设置了讲

座、主张、报告、来信、讨论等专栏，探讨用图画来做

卫生宣传，注重与读者交流互动。不仅如此，《周

刊》还善用诗歌格言，建立“余兴”“格言集锦”栏目；

或通过剧本形式，如《觉悟》（五幕剧）、《不洁之害》

（独幕剧）、《一片西瓜》（二幕剧）、《同情泪》（三幕

剧）、《一双脚》（四幕剧）等，深入浅出地介绍卫生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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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针对儿童则使用“儿歌”，如《注意清洁歌》：“注

意注意，病从不洁起，小弟弟，饮食要精细，每日

有定时，爷娘一见笑嘻嘻；注意注意，病从不洁起，

小弟弟，衣服要整齐，污秽要常洗，爷娘一见笑嘻

嘻”［12］，歌词简单、旋律欢快，易于传唱宣传；或借题

发挥，如借助孔子诞辰，撰写“纪念一位古代卫生教

育家孔子”，利用江南俗语，阐述“邋遢邋遢，吃了便

作菩萨”的卫生学道理。此外，《周刊》版面还注重

拓展多种经营，有时会刊载医药广告。

三、《周刊》对今日健康事业的启示

进入21世纪，从2003年在中国暴发的“非典型

性肺炎”，到 2009年前后席卷全球的“甲型H1N1流
感”，再到2019年在非洲大面积暴发“埃博拉病毒”；

这期间，艾滋病、疟疾和结核病等传染性疾病更是

一刻不停地发展蔓延、攻城略地。2020年初又突发

新冠肺炎疫情，无差别地侵犯人类疆域，引发了经

济危机、政治冲突与文化撕裂。“后疫情”时代我们

如何痛定思痛，查漏洞、补短板、强弱项，也许《周

刊》能给我们些许启示。

（一）重新审视“卫生”与“卫生教育”

民国卫生教育专家胡嵩山在《周刊》撰文指出，

卫生教育从横的方面讲是灌输卫生知识、增进身心

发育、保护身心健康、改革不良卫生习惯的教育

……从纵的方面看，是指优生种族、强盛国家的教

育［13］。卫生教育既是公共卫生体系的一部分，在

广义上又可等同公共卫生自身。民国时期，卫生

教育又称健康教育，有关理论最早由欧美传入，后

又被赋予日本文化。“卫生”一词即从日本翻译而

来，有养生延年、医药医疗、防病保命、治病救人等

多重含义。可以说，卫生教育不是我们今天所理

解的“卫生”与“教育”的组合，而是涉及我们生活

的方方面面，是对“自我”和“群体”双重发现的递

进延伸。《周刊》曾在《工厂安全卫生与工人卫生教

育》一文中，主张关注劳工利益，要求关注劳工“空

气卫生、健康检查、设置卫生科、实行健康保险”等

诸多方面，认为“举凡个人卫生、公共卫生、环境卫

生、妇女卫生、急救法、卫生检查、医药常识等”都

在范围之列。环顾今日，卫生教育依然关涉群体

性、公益性，涉及供水供电、垃圾处理、环境维护、

医疗体系、医疗政策、保险制度等等，我们应注重

用社会的视角和系统的思维解决医学问题。从这

个意义上讲，医务工作者应该都是公共卫生方面

的专家；每一位国人都应是卫生教育的宣教者、组

织者和受益者。

（二）卫生教育在现今仍未过时

从民国时期的卫生教育到今天的爱国卫生运

动，这是人类卫生发展史上持续近百年的伟大创举

和成功实践，也将中国的传统优势、组织优势、文化

优势转化为不断增进人民群众健康福祉的具体行

动。随着城市的发展，人口集聚，极易产生卫生和

流行病问题。特别是这场新冠肺炎疫情，真正控制

病毒传播的还是主要依靠隔离、洗手、消毒、戴口罩

等常识性卫生措施。从《周刊》看，主张发挥政府作

用，系统推进社会健康教育，引导人们树立健康意

识、改变不健康的行为生活方式，减少或消除影响

健康的危险因素；重点关注妇幼等特殊人群，组织

开展婴儿养护、家庭护理、紧急救护等方面知识的

普及；分层分类实施卫生教育，针对社区、医院、学

校、矿厂、理发店、食堂等单位，制定实施不同的安

全和健康培训；注意从身边做起，爱护饮用水源、做

好污水处理、建设公共厕所、开展救护演练、坚持洗

手洗澡等等，对今天社会养成健康生活方式仍有很

强的借鉴意义。科学在不断进步，但传统智慧未必

过时。“通过社会动员和组织，采取以隔离为主的卫

生措施，我们成功地控制住了疫情。这一切都是对

公共卫生使命、理论和方法最好的注解，对公共卫

生实践的一次最好的演示。”［14］卫生教育在今天依

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赋能社会治理与公众卫生素养

每一次公共卫生重大突发事件既是对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考验，也是对公众公共卫生素

养的检验，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1910—1911年，

满洲暴发了肺鼠疫……鼠疫的流行后来不再仅仅

导致疾病的发生，在 19世纪末 20世纪初国际局势

的变动中，鼠疫也迎来了“政治化”的局面。在这个

过程中，清政府借鉴日本模式，对卫生事业进行了

整顿，以期建立近代化的国家体制［15］。同样，面对

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的社会治理和公共卫生体系

中的短板弱项，我们要总结防控经验，及时弥补不

足。比如，积极打破“公卫管预防、医院管治疗”的

格局，建立医防协同联动响应机制；引导人民群众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从普及公共卫生常识开

始，借助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使疫情防控知识“飞

入寻常百姓家”，让文明健康、绿色环保成为基本生

活方式，以科学素养的提升来提高全社会的“免疫

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每一次灾难过后，

我们就应该变得更加聪明。”

人生之中与自身最密切相关的，莫过于衣食住

行、生老病死。这些看似是无关社会发展规律和进

程的日常琐事，却是每一个鲜活个体在有限生命时

光中每天要面对的最真实具体的内容。用《周刊》

25期《卫生教育与民族复兴》一文的话讲：“因为一

个人无论干什么事，都须赖以健康的精神和身体。”

从这个意义上讲，卫生教育关乎个人命运、国家发

展和民族复兴，似渺小而实博大，似烦琐而实精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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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伴随在我们左右，直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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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Health Education Weekl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ZHANG Ailin，XIA Yuanyuan

Research Center for Medical History，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Nanjing 211166，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study of the Health Education Weekly in the 1930s，this paper analyzed the

background and purpose of the Weekly，which mainly aimed at the exploration of meeting the realistic needs of
suffering，filling up the deficiencies of health administration，helping the public to realize and become secular，
and pushing forward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e basic contents of the Weekly included carrying out health
research，spreading health knowledge，connecting health administration and participating in important events.
The Weekly also had some inspirations for the contemporary health cause，which can make us re⁃examine the
connotation of“health”and“health education”，draw lessons from various forms of health education，and
empower social governance and public health literacy.

Key words：health education journal；education history；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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